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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本文嘗試刻畫臺灣抗日知識分子葉榮鐘的後殖民身影。葉榮鐘在戰前是抗日

民族運動右派陣營的知識分子；戰後，在戒嚴令仍長期實施中的 1960 年代後半期

以降，發表了《臺灣民族運動史》等一連串的著作，以 1920 年代抗日運動當事者

的身分，將其經驗與記憶傳述後世。這是臺灣現代史中對葉榮鐘理解的原型。從

抗日知識分子到傳遞過往歷史經驗的書寫者，這樣的形象是在何種歷史背景與人

生歷程中積累而成？為了回答此一問題，筆者將葉榮鐘晚年的書寫活動放在歷史

脈絡中去檢討。從研究結果可見，非戰後世代的葉榮鐘因《臺灣民族運動史》受

到海內外及戰後世代的注目，並現身於 1970 年代「回歸現實」的思潮中。而《臺

灣民族運動史》的撰寫背景，雖起因於蔡培火、吳三連等人為了反駁楊肇嘉回憶

錄的記述，延請曾是抗日運動右派的「文膽」葉榮鐘來執筆寫作，但更重要的是，

葉榮鐘本人的「述史」之志。戰後，《林獻堂先生紀念集》的編纂，可以視為其堅

定「述史」之志的契機。葉榮鐘作為「文膽」的角色，和「述史」的經營可謂是

重疊的。葉榮鐘的述史之志，在留下紀錄的同時，更向廣大的臺灣社會全體發話，

要求承認臺灣人歷史與文化之對等，其傳遞的精神，也同為康寧祥、黃煌雄等戰

後世代繼承。此外，為了紀念逝世的抗日運動前輩，撰寫相關文章以公諸於世、

傳承記憶的這種做法，更被繼承在黨外雜誌之中，這也是葉榮鐘在 1980 年代後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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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臺灣史研究興盛之前，留下的遺產之一。藉由釐清葉榮鐘晚年的書寫活動，我

們捕捉到其進行後殖民主義文化活動的身影，也看到與日本殖民統治對抗的臺灣

人歷史經驗，在戰後國民黨一黨支配體制的環境中，被論述、成為社會記憶一部

分的過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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